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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東北大地震後，緊急處理的『第二次補正預算案』、『特例公債法案』以及『再生可能能源特別
措施法案』等相關法案成立，初步完成階段性任務的菅直人內閣提出總辭。之後8月29日舉行民
主黨代表（黨魁）選舉，結果由非民調第一名，也沒有受到黨內最大派系奧援的野田佳彥打敗黨
內四位對手，當選民主黨代表。並且8月30日在國會中順利被地指名為第95代總理。戲稱自己如
帶有泥臭味的泥鰍，像泥鰍般在泥淖裡全身沾滿泥巴，為國民做事野田總理表達在「正心誠意」
的決心，投入艱難工作。本文將探討野田總理上台之後即將面臨何種困境和挑戰，首先概述民主
黨政權成立後的過程，接著分析野田內閣產生的黨內選舉過程和施政方針演講等相關發言，最後
展望「泥鰍內閣」的課題和展望。

貳、首次民主黨政權的誕生：歡呼聲中鳩山政權的興隆與失控

      2009年8月的眾議院選舉中，雖然日本國民歡天喜地以充滿期待的心情迎接民主黨的執政
，但是由於鳩山由紀夫內閣對於沖繩美軍基地問題的不當處理而導致日美關係的嚴重倒退和傷害
，加上對於選舉當初所提的公約(Manifesto)無法完全兌現，如難以維持兒童津貼和高速公路免費
通行等施政，另外政官關係的緊張和不和、鳩山本身的政治獻金問題等因素，造成鳩山的民調支
持度約20%左右，相當低迷，黨內也不斷地出現更換閣揆的聲音，在這些因素之下，鳩山立刻拋
出了政權。

參、對權力固執的菅直人政權
   

      2010年6月代表選舉時，當時的副總理兼財政大臣菅直人打敗受到黨內最大派系小澤派的
樽床伸二，當選民主黨代表，在國會順利當選第94代總理。菅直人在選舉過程和內閣、黨的人事
方面，明顯地和當時爆發政治獻金醜聞的小澤一郎前代表保持距離，即採取反小澤路線，並且主
張重建對美關係和修正曾經主張的相關政策，支持度和看好度立刻提升，滿懷信心面對7月的參
議院選舉。即使如此，菅直人在負責的政治理念之下，提出提高消費稅率等的增稅主張，結果在
參議院選舉中遇到嚴重的挫折，出現參議院在野黨過半的眾參議院逆轉現象。雖然同年9月的代
表選舉再度打敗宿敵小澤一郎，在極短的時間內恢復支持率，但是因對於同月在釣魚台（尖閣諸
島）海域發生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相撞事件的後續處理不當，不但引起日本國內輿論的不滿，
並且導致支持度快速地下滑，因而當時失去黨內的向心力和輿論的支持，黨內公開討論後菅直人
時代的接任人選的問題。  

    
      2011年初當時外相前原誠司，由於涉嫌違反『政治資金規制法』，接受外國人(長期居住
日本的韓國人)的政治獻金而下臺，並且菅總理本身也爆發疑似接受外國人政治獻金的事件，但卻
在那時發生了東北大地震和大海嘯引起核能電廠事故，日本社會在救災第一的氣氛之下，菅仍然
繼續執政處理救災和復興事業。不過救災工作的不協調，尤其對核能電廠事故的處理不當引起輿
論的不滿，同年6月自民、公民兩黨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民主黨黨內的反主流派傾向支持不信任
案，但是菅直人似乎為了戀棧於總理職位，因而對黨內暗示將會很快要辭職，故民主黨也對不信
任案投下反對票，造成國會未通過不信任案，菅直人還能夠繼續執政。但是進入8月後菅總理似
乎忘記下臺的承諾，且暗示提出「脫離核電政策」路線等討好民眾的政策，結果黨內倒閣的聲音
高漲，最後在8月底仍然無法避開下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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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民主黨代表選舉：野田佳彥的勝出
   

      第9代民主黨代表選舉時，出現了該黨歷史上候選人最多的情況，共有五位候選人參選。
由於菅直人在任期內辭職，這次的代表選舉，不是由黨員、地方黨部、國會議員的投票決定，而
只由黨所屬的國會議員投票決定。進入8月日本政界似乎感受到後菅直人的時代到來，8月初出版
的「文藝春秋」9月特別號中，野田佳彥發表『我的政權構想』（わが政権構想）一文，提出自
己的施政理念。或許是偶然的事,在代表選舉中和野田對決的海江田万里也投稿，破天荒地出現現
任閣員批評菅直人總理的執政，但並未明確地表態參選黨代表的計畫。輿論將其解讀為野田為了
參選下一次代表選舉表達自己的看法，海江田也考慮參選。  

   
      野田在「文藝春秋」的文章中指出，當前的日本社會面臨的三個課題和危機，即（1）國
內產業的衰退和產業空洞化，（2）包含核電的能源問題，（3）財政問題。第一部分，提到產業
空洞化的結果，在過去20年失去大約5百萬人的雇用機會，而且東北大地震更加深了危機。因此
主張透過環保和健康醫療產業等的新興產業的振興，創造就業機會，並且拉攏動態的亞洲市場。
第二個部分，除了迅速的終結福島核電廠事故，需要策劃不要太過度依賴核電的能源政策。但並
非徹底地反對依賴核電廠的立場，並且支援日本核電設備和技術的對外出口，即逐漸減少依賴核
電，同時推動風力、地熱、生物等自然能源的研發。第三個部分，不要再拖延財務問題，雖然東
北的復興建設最重要，但是同時著手財政的健全化，間接地暗示不排除增稅措施的可能性。  

   
      外交方面，首先提到重建日美關係的決心，尤其考慮中國崛起、北韓問題等當前的國際情
勢，加強新時代該有的國防力量。政治運作方面也提到三點，考慮當前的緊急狀況，不排除和自
民黨之間建立大聯合政府、重新檢討民主黨當初主張的公約、重新定義政治主導。第一個部分，
考慮當前的逆轉國會（參議院在野黨占多數）的狀況，為了面對震災後的危機狀況，不排除自民
黨之間成立聯合政府面對當前的國難。 第二，為了和在野黨合作，主張民主黨本身重新檢討兒童
津貼等政權公約。最後，民主黨當初主張的政治主導，似乎陷入政治家和官僚之間對立或僵局的
狀況，必須修正長久以來的政官關係，建立良性的政官合作關係。  

   
      當時日本媒體最關注的是，野田為了克服當前的國難，考慮和自民黨共組暫時性的聯合政
府，民主黨內外對此有贊成和反對的兩派立場。  

   
      8月26日菅直人正式宣佈辭去總理和黨代表職務的第二天，民主黨公告代表選舉，同時參
加代表選舉的五位候選人舉行共同記者會，同時提出理念和對爭論點的看法。表1是『朝日新聞
』整理五位候選人對爭論議題的立場。

表1  五位候選人的爭論點的立場
  復興增稅  消費增稅  核電再啟動

 
參加TPP
 

大聯合政府
 

解除小澤一
郎的處分  

前原誠司  × ○ ○ ○ ○ × 
馬渕澄夫  × △ △ △ × △ 
海江田萬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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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佳彥  ○ ○ ○ △ △ △ 
鹿野道彥  × △ △ × △ △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主要争点をめぐるスタンス」，2011年8月28日，頁1。

      政策方面的主要明顯差距是增稅方面，為了復興建設的增稅或重建財務健全化的提高消費
稅率的問題，五位候選人中只有野田一個人支持，尤其只有野田一個人贊成制定復興稅。對於成
立大聯合政府的看法，野田的態度比較趨於慎重，反而前原誠司則是採取比較積極的立場。針對
政治獻金問題而被捲入官司的糾紛，對於被停止黨員資格的小澤一郎的處分議題上，除了接受小
澤派奧援的海江田以外，其他四位候選人堅持慎重或反對的立場，表達出「反小澤」的立場。  
 

      輿論是如何看待五位候選人呢?根據『讀賣新聞』在8月27-28日針對五位候選人的支持度
所進行的電話民調結果顯示前外相前原大幅領先，獲得48%支持，海江田則得到12%，野田只有
獲得9%、馬淵5%、鹿野2%，以這樣的結果來看，前原受到輿論一面倒的支持。和事前的民調相
比之下，實際選舉的結果卻出乎「意外」。

表2 民主黨代表選舉的結果
  1輪投票 2輪投票 

海江田萬裡 143 野田佳彥 215 
野田佳彥 102 海江田萬裡 177 
前原誠司 74     
鹿野道彥 52     
馬渕澄夫 24     

  

      第一輪投票的結果，受到黨內最大勢力小澤派奧援的海江田獲得第一名，但是投票人數卻
未過半，因此和第二名的野田再次進行決戰投票，結果野田成功整合「反小澤」派的支持獲得21
5票，打敗177票的海江田。對此選舉的結果，本人和大多數專家所持的看法大致相同，即「反小
澤」聯合打敗「小澤派」的觀點。第一輪投票時，大家預料沒有人可以獲得過半的票數的前提下
，各議員投給自己所屬或支持的候選人，第二輪投票時，當然不投票給非支持的候選人，「小澤
派」以外的人員為了阻止小澤人馬的海江田當選，因而投票給野田。根據報導支援野田和前原的
派系之間似乎存在某種默契，即我們一致支持第一輪投票時高票的該候選人。無論如何，反小澤
聯盟打敗小澤一郎，結果小澤在2010年6月、9月以及這次的選舉陷入三連敗的局面，進一步減弱
在黨內的影響力。  

   
      除了小澤一郎的三連敗以外，受到矚目的是前原的挫折。尤其臺灣各界異口同聲地指出為
何民調遙遙領先的前原在第一輪投票中淘汰？對此疑問，應該可以從幾個面向回答。第一，這次
的選舉如前述是臨時舉辦的補選性質的選舉，因此只有黨籍國會議員能夠投票，因此輿論的民調
和黨內的看法有所落差。如果投票權的資格開放給地方黨部和黨員的話，或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第二，前原本人的因素。前原本人在今年初爆發外國人向他提供政治獻金的問題，被迫辭去外
相的職位。因此可以說還處於「謹慎」的狀態,而且當初並沒有意願參選這次的代表選舉，其所鎖
定的目標是明年9月舉辦的代表選舉，因此本來傾向支持野田，不過後來卻在支持人士的鼓勵和
關說之下，在最後一刻決定參選。因此即使民調第一名，但是黨內同仁似乎覺得其準備不足，並
且對於下一屆選舉必然陷入苦戰的新任議員而言，希望下一屆選舉越晚越好的心態之下，耽憂前
原當選總理後，藉著名聲高時提早解散國會，進行總選舉，因此不少的年輕議員不敢貿然支持前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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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野田勝出結果，日本媒體大概以「穩定感」、「可以期待」等形容來看待。國外媒體
方面，美國媒體肯定野田對重建財政和重視日美關係的立場外，亞洲鄰近國家媒體或專家對他則
是比較嚴厲的看待。中國媒體報導野田是軍人家庭出身，對外交、歷史認識問題屬於主張強硬派
人士的觀點，尤其提到過去的「甲級戰犯不是戰犯」等的發言，對他的歷史認識提出異議，因此
部分學者指出野田上臺後的負面觀感將影響日中雙邊推向戰略互惠關係的趨勢。韓國媒體則是提
出他的歷史認識觀屬於「極右」、「軍國主義者」等的批評，警戒野田本身是否參拜靖國神社。
 

   
      日本輿論如何看待9月2日誕生的野田內閣？根據『共同通信』在9月2-3日進行的民調顯示
，野田內閣的支持率高達62.8%，政黨支持率也是民主黨獲得27.2%，高於23.6%的自民黨。『讀
賣新聞』也在同一個時間進行調查，對新內閣的支持度高達65%，是歷來第五高的支持度，政黨
的支持率也獲得28%，超越自民黨的23%。  

   
      本人觀察野田的代表選舉的表現或演講時，讓人感受到此人的誠實和認真的特質。雖然在
內閣人事和黨內人事方面，採取傳統的派系均衡的人事安排，外務、財政、防衛等重要部門大臣
的資歷略嫌不足之感，但是他謙稱自己為泥鰍，從他對輿論、在野黨的低姿態、高舉全黨一致體
制、採取現實路線的這些表現，應該正面地評估他。

伍、野田總理的所信表明演說
   

      9月8日野田總理在國會發表「所信表明演說」(表明信念的演說)。該演講的內容如同8月在
「文藝春秋」發表的論文內容，不過部分訴求在參考這兩個月的變化之後，做了修正。該演講的
重點仍然是以「大地震後的恢復原狀和復興」、「因應世界經濟危機」的兩個危機來探討。前者
的部分，首先強調加速復興的腳步，全力以赴地進行復興的工作，具體地強調建設臨時住宅、清
除瓦礫、支援災民，並且為了落實中長期的復興規劃，準備向國會提出設置「復興廳」的相關法
案。其次，儘快終結核電廠事故，啟動福島的重建。對災民支付賠償金，並且進行清除污染的相
關工作。  

   
      經濟危機的因應方面，站在重建日本的財政經濟角度出發，提出三個決心。第一，重新檢
討能源政策，尤其強調不必採取「推動」或「脫離」核電的二元化的討論，即採取逐漸減少依賴
核電的「減少依賴核電」的途徑，同時為了加強核能電廠的安全控管，原來從經濟產業省所分設
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在環境省外局重新設置「原子力安全廳」，加強核電相關管理。第二，有
關空前的日圓升值和產業空洞化的因應，為了拉攏外資企業，政府和中央銀行合作策劃相關措施
，努力招攬外資企業。第三，為了持續的經濟發展必須推動財政健全化，今年雖然遇到大地震引
起的空前危機，但是不應該一直拖延財政問題，應該兼顧財政健全化和經濟成長並進。今年內必
須制定日本再生的戰略。  

   
      對於外交安保政策方面指出四點，第一，要認識亞太地區的外交和安保環境變化，尤其注
意新興國家的存在感和重要性的提升，增高安保環境的不透明感，在這前提之下，依照2010年修
訂的「新防衛大綱」整備應有的防衛能力。第二，深化日美同盟。日美同盟不但是日本外交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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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而且扮演亞太地區或世界的穩定和繁榮的公共財角色。普天間基地問題，依照過去日美
共識的方案全力以赴地處理。第三，加強與周圍亞洲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在此特別提到中韓俄
雙邊關係。與中國之間持續推向戰略互惠關係。與韓國的關係，尤其針對北韓問題需加強聯繫，
一起面對、解決朝鮮半島的總括性問題。對俄國關係方面，除了解決領土問題外，努力地建構與
亞太國家的夥伴關係。最後，積極地推動對外經濟合作關係。在多元化的國際情勢下，必須加強
日本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尤其需要最優先推動的是經濟合作。特地提到除了與韓國、澳洲的EPA
之外，儘快決定是否參與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  

   
      總之，根據野田總理提到的兩個危機，對於核能電力的行政問題提出重編組織，安撫輿論
。日圓升值問題方面，特地提出具體的因應方法，向產業界尋求理解和支持。  

   
      本人提出幾個在「所信表明」中未提到卻需要克服的課題。第一，政府和黨之間的決策系
統或決策過程的一元化。鳩山、菅內閣常見對於內政或外交的重要議題的不同調是必須克服的，
因此野田內閣應從過去的失敗中認真地學習。尤其大地震後的核電政策，總理和經濟產業相之間
的意見對立，令人印象深刻。野田內閣啟動後不久，政策調查會長的前原在美國的演講指出重新
檢討武器輸出三原則的鬆綁問題等。這些內閣中出現不一致或不同調，讓國民感受到「還沒學到
」、「不像執政黨」等的負面印象。

陸、展 望
   

      野田內閣啟動後不到十天，就發生鉢呂吉雄經濟產業大臣因自己的失言辭職下台，以示負
責，野田內閣似乎被潑了冷水，但是接任上台的是由一直參與震災危機處理的枝野幸男前官方長
官，或許由處理危機前線工作的他接任該職務是相當適當的。  

   
      震災後的日本邁進的唯一道路是擱置政爭，整個日本團結一致面對國難，從事復興事業。
即使如此，日本政界已經開始佈署下一個政局。大家看得到的政治日程則是2012年9月的下一任
民主黨代表選舉。如果野田的執政順利地展開，聲望維持一定的水準，連任的可能性相當高。另
外，雖然受到停止黨員資格的處分，但是在黨內仍然擁有影響力的小澤一郎也虎視眈眈地尋找復
出的機會，包含自己的參選，以最後一戰的心情面對。另外值得注目的是，民主黨政要中民調第
一的前原誠司也應該不會缺席明年的代表選舉。  

    
      民主黨代表選舉的結果必然牽涉到下一屆的總選舉的時間。菅內閣時期，專家們曾經指出
不排除權力固執的菅直人會貿然採取反核電政策等單一議題來解散國會的可能性。但是以野田總
理的政治風格而言，短期內解散國會的可能性相當低，本人卻認為2013年眾議院和參議院同時選
舉的可能性比較高。本人的推測根據兩個理由，第一是日本社會正處在「復興第一」的氣氛之下
，沒有投入選舉的從容時間。第二，2011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對上一屆眾議院選舉的「一票格差
」問題（票票不等值）提出「違憲狀態」的判決，野田總理在「所信表明演講」中指出，不僅調
整「一票格差」問題，而且期待能夠跨黨派討論包含國會議員的總數和應有的選舉制度問題。總
而言之，除非有重大理由，在違憲狀態之下進行下一屆總選舉的可能性不高，而且調整選區等相
關措施需花費不少時間，因此2013年同時進行選舉應該是合理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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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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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數：4181

      遇到空前災難的2011年的日本，全世界在大天災的過程中看到一般日本人在絕望的處境中
仍然表現出高尚的情操的同時，卻也突顯出日本政治的貧困和無能。雖然囿於政治制度設計上的
因素，日本出現每年更換總理的現象，但是日本國民不想再忍受這種亂象，期待能夠回到民主黨
奪回政權時的口號「國民生活第一」，為國民做事。野田內閣是否真正能夠在「正心誠意」的決
心之下，落實復興工作，是每位日本人一直關切的。

作者石原忠浩為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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